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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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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了解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新中国的繁荣富强，必须坚持和

加强党中央的统一领导；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

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 
l 理解领导核心、“四个意识”、“四个自信”、“两个维护”、党中央的统一领

导、党的全面领导等概念的含义。 
l 掌握时政类文本中源语相同语言结构在目的语中的多样化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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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建议 

Ø 课前：学生应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理解本部分所列核心概念的

内涵与要义。 

Ø 课中：首先，教师阐述术语翻译及其对中国对外话语体系构建的重要性；

然后依据本单元核心概念设置思辨性探讨题目，并在语言产出过程中，发

现与判断学生对相关术语含义的理解及翻译方法的掌握；最后，可就语言

产出过程中出现的主要问题开展师生及生生互动。 

Ø 课后：可让学生就某一核心概念的不同译法进行分析，认识政治术语翻译

中的难点与要点、规约与传播效果等。 

重点讲解 

1. 领导核心 ةيدايقلا ةاونلا       
教师在讲解过程中，建议厘清“ رھوج ”一般指“精髓、本质”和“ ةاون ”一

般指“核、核心”之间的区别，在此处，“ ةاون  ”可以理解为“ يزكرم ءزج ”，尤其

要讲清楚这个动词的原型为“ ىوّن ”，意为（果实）成核。该词组的利用率较

高，建议在讲完词组的翻译特点后，及时操练，直至能够掌握背记。 

2. “四个意识”    " ةعبرلأا روملأ0 ىعولا "  

基数词做定语的情况，在时政类文本词组翻译中很常见，建议教师以此为

契机，带领同学们从“一”到“五”梳理这类词组，如“一岗双责”“两学一

做”“三严三实”“四个全面”“五大发展理念”（汉阿对照翻译见下表）等

等，也借此机会了解词组中“数字”的内含。这类词组的特点是“缩略”，通

常在翻译过程中，建议将其代表的内容具体翻译出来，以便学生在未来的交流

中，能使目的语受众更好地了解具体指代的内容，以这个词组为例，通过《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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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的学习，我们应该把“  يسایسلا ىعولا
قفاوتلاب ىعولاو ةدایقلا ةاونلاب ىعولاو ةماعلا ةحلصملاب ىعولاو ”传递给学生，并激起学生学习

的热情。 

一岗双责 دحاولا بصنملل ةجودزم ةیلوؤسم !

两学一做 ةءافكلاب يلحتلاو نیرملأا ةسارد بوجو !

三严三实 بناوج ةثلاث يف قدصلاو تلااجم ةثلاث يف سفنلا عم ددشتلا !

四个全面 ةعبرلأا لماوشلا" يف ةلثمتملا ةیجیتارتسلإا تاطیطختلا" !

五大发展理念 سمخلا تازیملا تاذ ةیومنتلا ةركفلا !

3. “四个自信”    " ةعبرلأا بناولجا( ةعبرلأا تلاا:ا في ةيتاذلا ةقثلا("  

与上面讲述的内容相适应，建议教师带领学生梳理带“四”的时政类文本

词组，诸如“四大考验”“ 四大危险” “四个合格”等（汉阿对照翻译见下

表），通过《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的学习，我们应该把

“ اھتفاقثو انماظنو انتیرظنو ةینیصلا صئاصخلا تاذ ةیكارتشلاا قیرط يف ةیتاذلا ةقثلا ”传递给学生，

进一步激起学生学习的热情。 

四大考验 ةعبرلأا تارابتخلاا !

四大危险 ةعبرلأا راطخلأا !

四个合格 بناوج ةعبرأ يف ةءافكلاب يلحتلا !

四讲四有 ةعبرلأا عباوتلاو تادیكأتلا !

4. “两个维护” " نيرملأا ىلع ظافلحا "         

建议教师带领学生系统梳理带“二”的时政类文本词组，诸如“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党风廉政建设“两个责任”“两个倍增”“两个同步” “两免

一补”等（汉阿对照翻译见下表）。 

“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 
حافكلا فادھأ دنع  لولح  "نیتیوئملا نییركذلا"  !

党风廉政建设 

“两个责任” 
ھیزنلا مكحُلاو بزحلا لمع بولسأ ءانب يف "ناتیلوؤسملا" !

两个倍增 ناتفعاضملا !

两个同步 نانمازتلا !

两免一补 ةناعلإا نم عونو ءافعلإا نم ناعو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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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国之大者  ولولأا ةيولوأ ) ةلودلل لىولأا ةيولولأاLةلودلل ت ) 
2020 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多次谈到“国之大者”，所谓“国之

大者”，就是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关人民幸福安

康、事关社会长治久安的大事，需要优先考虑之。所以，这个核心概念词组的翻

译中，“大”选用“ ةیولوأ ”一词，原义为“最重要、最前、优先权、优先地位”等，

采用这样的翻译，能够突出重要性。这个词组选用两种不同的语法结构进行表达，

一是“ ىلوأ ”做定语构成形容词词组，二是构成正偏组合的类最高级表达形式，

两种形式都有强调的含义，读起来也朗朗上口，极具表达性。 

6. 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ةدحولماو ةزكرملما ةيزكرلما بزلحا ةنلج ةدايق  

该核心概念词组进行阿译时应根据定语成分采用正偏组合、形容词词组或

两者相结合的形式进行翻译。“领导”一词，很明显是此短语的中心词，“ ةدایق ”

本意即为“领导、统率、带领”，而“党中央” “集中统一”是作为修饰词存

在，“党中央”为非形容词性修饰名词，而“集中统一”为形容词性修饰名词，

所以选用正偏组合和形容词词组相结合的方式形成译文更为恰当。 

7. 党的全面领导  ةلماشلا بزلحا ةدايق  

该核心概念词组是 “ ةدایق ”作为中心词，分别由形容词性名词和非形容词

性名词共同作为定语进行修饰，故进行阿译时选用正偏组合和形容词词组相结

合的方式形成译文更为恰当。 

8. 党的领导方式  بزلحا ةدايق بيلاسأ  

该核心概念词组的中心词是方式“ بولسأ ”，且党的领导方式多种多样，所以

翻译时直接选用复数“ بیلاسأ ”，力求简洁明了，并由两个非形容词性名词共同作

为定语进行修饰，进行阿译时选用多冠正偏组合的方式形成译文更为恰当。 

9. 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  ةدايقلا في هاوتسمو مكلحا ةسرامم ىلع بزلحا ةردق    

该核心概念词组是一组并列短语。首先，“党的执政能力”中的执政即为“进

行统治、管理”，译为“ مكحلا ةسرامم ”，而“ ... ىلع ةردقلا ”为固定搭配，意为“在某

方面的能力、在某方面有能力”；而“领导水平”则是省略了定语“党”，这是在

翻译中特别需要注意的，为了表达的简洁性可以根据格位用代词“ه”对“党”进

行指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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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建议 

Ø 请学生就关键语句的意义及内涵进行主题论述，观察其对前一小节中核心

概念及术语的认知与应用。 

Ø 教师就学生所言之内容进行点评，并从政治话语建构的角度作总结性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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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教师可重点讲解汉语原文中“是”字结构在阿译过程中的处理方式，并引

导学生思考这些处理方式表意效果的区别。 

Ø 关键语句部分，教师在讲解过程中可以适当地讲解和拓展，仅从编者角度

对以下语句进一步剖析。 

重点讲解 

1.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 

本章节我们主要讨论的翻译策略就是汉语源语中“是’字结构”在阿拉伯语

目的语中的多种呈现方式以及长定语结构在目的语中的多样化呈现。因此在关键

语句这一部分，将以相应的句子为例进行该章内容的导入。 

该句中的“是”以分离代词（或译为隔离代词“ لصفلا ریمض ”）的形式来体现。

该名词句由起语和述语组成，起语和述语之间存在着“等同”的内在关系，有时

出于为避免述语被误认为和起语构成一个词组，或出于强调该名词句的考虑，可

以在起语和述语之间加上这样的分离代词，说明它后面的成分是该名词句的述语。

分离代词在形式上是独立主格代名词，在该句中体现为“ وھ ”，其性、数与起语 

“ ينیصلا يعویشلا بزحلا ”保持一致即可，无需考虑述语的性、数。 

有时这种等同关系也可以根据情况译成符合原文时态的“ نوكی、ناك ”等，如

以下例句： 

!...ديدج دهع هب لهتساُ اييخر8 7دح ينصلا في يعويش بزح دلايم ناكو
"#$%&'$()*+,-./012344!

此处画线部分的“是”就采取了这样的译法。译者将“中国产生了共产党”

这句话转译为名词性的成分，即将其译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يعویش بزح دلایم
نیصلا يف ”，然后以“ ناك ”这个过去时态表示“是”，完成了对该句的翻译。 

而原文中的“核心”一词也是在教学过程中需要注意的词汇，该词的词义为 

“中心、事物中起主导或中坚作用的关键部分”，对于中国共产党这样的马克思

主义政党来说，其领导“核心”就是其灵魂，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以党的百年奋

斗历史决议的形式明确确立了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因此，

此处的“核心”为名词，以“ ةاون ”来表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第二

卷、第三卷中多次使用“ ةیدایقلا ةاونلا ”来表示“领导核心”，以“ ةیسایسلا ةاونلا ”来表

示“政治核心”，在阐释“两个核心”的时候也用了同样的词汇，例如： 

 بزحلل ةيزكرلما ةنجلل ةاونك غنيب ينج يش ماعلا ينملأا ةناكم ىلع ظافلحا ،"نيرمأ ىلع ظافلحا"ب دصقي
 .ةدحولماو ةيزكرلما ا`دايقو بزحلل ةيزكرلما ةنجللا ةطلس ىلع ظافلحاو ،هلك بزحلل ةاونو نييصلا يعويشلا

“两个维护”，指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全党的核⼼地位，维护

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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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核心”一词则不同，应为形容词，这个词

组译为“ ةیكارتشلاا ةیرھوجلا میقلا میھافم ”,词组中使用的是 رھوج 这个词，该词的释义为

“精髓、本质”，其从属名词“ يرھوج ”释义为“主要的，本质的；主要的，重要

的”，使用该词符合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阐释，因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高

度凝练．．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凝聚．．了中国力量的思想道德基础，它是当代中

国最基本．．．的价值观念，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从这些加点词所蕴含的意义

可以看出，此处选用“ يرھوج ”一词来形容“ میھافم ”一词，选词准确，忠实体现了

原文的要求。 

2. 坚持中国共产党这一坚强领导核心，是中华民族的命运所系。 

此处将“坚持中国共产党这一坚强领导核心”译为“ لثمی ”一词引导的定语从

句，修饰“ ينیصلا يعویشلا بزحلاب كسمتلا ”，该词在字典里为“描绘，形容；代表，代

理；举例，体现，使具体化……”等意，这是理解原文后所做的句式改变，因为

“中国共产党”即“坚强领导核心”，因此这里以“ لثمی ”一词来表示这两个词组

内在的关系。 

在中文的句子中，“是”字句占据了很大的比例，但并非所有的“是”都表

示判断，此处的“是”便是如此。关键语句 2 所表示的含义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的必要性，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
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正是基于这样的解读，译者

将“是”字转化为“ ب طبتری ”一词。 

3. 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

民的利益所在、幸福所在。 

“是……的所在”在译文中以“ ...يف نمكی ”的形式出现。可能很多学生看到

“是”，就会不假思索地用名词句。但这样不好。因为如果将“是”译出，则“所

在”也必须译出。“所在”的本意是“所处之地”，但本句显然使用了修辞手法，

“根本、命脉、利益、幸福”都是抽象名词，“所处之地”更是一个模糊的概念，

甚至难以用汉语阐释，更不必谈翻译，用“ ناكم ”、“ عقوم ”都不太合适。此外，直

译也会因为不符合阿拉伯语表达习惯而无法传递修辞意义。因此在翻译时必须考

虑转译，尽量淡化“处所”在译文中的存在感，可以考虑“ َدجِوُ ثیح ” “ ...يف نمكی ”

等类似的表达，即让译文聚焦于“这里有……”、“蕴于……”。这样做既可以通

过“虚对虚”的方式避开难以把握的点，又让译文更加地道，一举两得。 

在该句讲解时，要培养学生通读句子的习惯，不要急于下笔。不然，很容

易将第一个分句当作独立的句子来翻译，但其实它是整句的主语。 

4. 保证全党令行禁止，是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所系，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

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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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句如果把“是……所系”直接译出也未尝不可，但会导致译文中存在冗余

成分。“所系”是“与之相关的事物”，“事物”本身不难译，可以用“ ءيش ”“ رمأ ”

等，进而将句子主体结构译成“ ...ـب طبتری رمأ وھ... ”。但在这个句子里，“ رمأ ”存在

与否对句子的意义几乎没有影响。因此可以将其删除，于是“是……所系”结构

就不复存在了。 

“令行禁止”的意思是“一有命令就立刻行动，一有禁令就马上停止。”在

句中被译成“ ماتلا تاروظحملاو رماولأا عابتإ ”，译法介于直译和意译之间。可以引导学

生思考，用直译（如“ امھرادصإ رَوف رظحلاب مازتللااو رملأا ذیفنت ”）、意译（“ تاھیجوتلا لك عابتا ”）

的方式该怎么翻译。  

5. 党中央是大脑和中枢，党中央必须有定于一尊、一锤定音的权威。 

此句之所以没有把“是”译出来，而是译成了“ …اھتفصب ”，是考虑了整句里

两个分句的衔接，把“党中央”作为全句的主语，把“大脑和中枢”译成区分语，

这样的长句更加符合阿拉伯语表达习惯。 

“定于一尊” “一锤定音”在句中被译成“  رماولأاو تارارقلا ردصتو ةدایقلا سرامت
ةسلاسب ”，这是结合了语境后选择意译的方式进行翻译的，意思是“能够顺利执政、

发号施令。”此处可以引导学生思考直译该如何译，是否有必要。 

6.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的体现，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根本保证。 

该句可以缩略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最本质的特征，是……体现，是……

保证”这样的一组排比句式，此处的“是”可以解释为“意味着、相当于”。党

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

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

政治领导力量。”（2019 年 10 月 31 日，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

体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领导”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最本质的特征”之间是等同的，这也符合部分是字句的“是”前后可以互换的用

法。此处译者使用“ ربتعی ”来表达原句中的这种相等的关系，意为“相当于”“意

味着”。但值得注意的是，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并没有完全对照中文的三个“是”

字，而是仅仅使用了“ ربتعی ”一词作为该句动词，此后以“  تامسلا نم ةمس مھأ
...انامض... ادیسجت...ةیرھوجلا ”三个名词词组作为宾语，避免了不必要的重复，也更符

合阿拉伯语句式的特点。 

而原文中的三个短语也有定语过长的特点，译者通过分别添加了三个表示

“所属”关系的介词“ِل”及其受词，来组成长定语表达其与中心语“特征”

“体现”“保证”之间的修饰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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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建议 

Ø 课前：请学生阅读并赏析《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

到“两个维护”》《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今天的长征路》和《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中文、阿拉伯文全文，了解

文本发表的背景，领会文本的时代意义，探析文本的文体风格，鉴赏文本

的话语特色。 
Ø 课中：课堂教学活动可分为两部分：①请学生就以上文本内涵的理解用汉

语和阿拉伯语分别发言，教师可利用此环节观察学生对本单元第一和第二

板块中相关概念和语句的认知与翻译实践能力；②请学生从翻译与中国思

想表达、翻译与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构等维度，就翻译策略选择的得失、

译文的质量等问题进行讨论。教师倾听学生的观点，作出点评。 
Ø 课后：请学生结合课上讨论的内容，并参考教材给出的译文评析，撰写一

份翻译评析报告。报告完成后，请先进行同伴互评，而后交给教师评阅。

同伴互评的目的在于建立班级学习共同体，通过互学互鉴、切磋交流提高

团队写作和翻译的能力。 
 

l 文本一重点讲解： 

1.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首先要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اdدايقو بزحلل ةيزكرلما ةنجللا ةطلسلا ةياحم لاوأ نابلطي اهزيزعتو ةلماشلا بزلحا ةدايقب كسمتلا
 .ةدحولماو ةيزكرلما

此句翻译中，原文中的“要”除了译文中使用的“ بلط ”之外，还可以使用

“ بّلطت ”、“ ىعدتسا ”和“ ىضتقا ”三个词，三者均有客观条件要求进行某种行为的含

义，在很多语境下可以替换使用。 

2. 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对此必须保持十分清醒的认识。 

 .كلذ ءازإ ةيعاولا ةظقيلا ىلع اوظفايح نأ بزحلل ةيزكرلما ةنجلل يسايسلا بتكلما قافرل يغبني 

此句中对于“保持清醒的认识”这一表达除了译文中出现的译法，还可以

使用如下的译法： 

 .كلذ ءازإ اظاقيأ اوقبي نأ بزحلل ةيزكرلما ةنجلل يسايسلا بتكلما قافرل يغبني
与官方译文相比，这种译法在语言结构上表现出更大的自由度，没有采用原

文中述宾的构词结构，而是选择了“动词+状语”的形式，在语义效果上更加强

调“一直保持某种状态”。两种译法在效果上各有侧重，译法的选择在一定程度

上取决于译者对原文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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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ةدحولماو ةيزكرلما اdدايقو بزحلل ةيزكرلما ةنجللا ةطلس ةياحم 

在这一表达中，对于“维护”一词官方译文选取了“ ةیامح ”一词，除此之外，

还可以考虑使用“ ةنایص ”“ ىلع ظافحلا ”等表达相同或相近的含义。但三者在细微含

义上仍呈现出不同的侧重，“ ةیامح ”表达“保护某物不受外界侵害”；“ ةنایص ”表达

“使某物能够持续发挥其效力”；“ ىلع ظافحلا ”表达“维护某物状态不发生改变”。 

4. 必须旗帜鲜明、立场坚定 

 كلذ ءازإ اتبsو احضاو ايحرص افقوم ذختن نأ دب لا

原文中的这一部分在译文中被转化为“必须采取坦诚、鲜明和坚定的立场”

的形式，对于宾语“立场”，动词除了“ ذختا ”，还可以选择“ ىنبت ”和“ فقو ”一词。

这三个动词在与宾语“ فقوم ”搭配时，展现出相近的语义功能，在更多的语境中，

三者又表现出各不相同的语义，“ ذختا ”还有“看做”的含义，如： 

 .ةآرلماك خيراتلا ذختن
56789:;!

  .كترشلما زوفلاو نواعتلا ذختي ةيلودلا تاقلاعلل ديدج عون ةماقإ اعم عفدت نأ لودلا فلتمخ ىلع
 .هل ةاون

<#=>'?@ABC7DE'F9GH0IJ#KLM;!

“ ىنبت ”还有“收养、领养”的意思，如： 

 .تاونس سخم لبق لفطلا اذه نىبت
NOPQRS&*TUV;!

“ قفو ”不仅有“站立”的意思，还有“停下”的含义，我们经常在阿拉伯

国家见到标有“ فق ”的交通指示牌，即为“停”的含义。 

 

l 文本二重点讲解 

1. 令之不行，政之不立。 

 .ةيموكلحا نوؤشلا ةرادإ نكيم نلف ،رماولأا ذفنت لا اذإ
此处原文典故上下两分句之间省略了逻辑关联词，教师可引导学生思考两

分句之间的关系，学生可能存在以下三种理解： 

①并列关系： 

 .ةیموكحلا نوؤشلا ةرادإ نكمی لاو،رماولأا ذفنت لا

②条件关系： 

 .ةیموكحلا نوؤشلا ةرادإ نكمی نلف ،رماولأا ذفنت لا اذ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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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因果关系： 

 .ةحاتم ریغ ةیموكحلا نوؤشلا ةرادإ َّنأ ببسب رماولأا ذفنت لا
“令之不行，政之不立”出自《国语·卷一周语上》。意思是如果命令得不

到执行，政事就无法治理。如果君王想要治理好一个国家，就需要得到民众的

支持，保障命令顺畅执行。此处两分句之间应为条件关系，在翻译成阿拉伯语

时需要使用条件复合句，补充条件工具词。 

汉语中较少使用连词、副词等逻辑关联词，词、词组或分句之间的关系往

往通过上下文及语序来表示，注重“意合”，读者在阅读时能够凭借一定的上下

文悟出略去的逻辑关联词。而在阿拉伯语中，词、词组或分句之间的逻辑关系

必须通过相应的关联词进行显化表现，注重“形合”。在翻译教学中，教师应不

断提醒学生对比汉阿两种语言的异同，思考语言背后的民族思维差异，将其应

用在翻译实践中。 

2. 只有党中央有权威，才能把全党牢固凝聚起来，进而把全国各族人民紧密

团结起来…… 

 اذإ لاإ قيثو لكشب دلابلا ءانحz تايموقلا فلتمخ ءانبأ ديحوتو تابثب هلك بزلحا دشح نكيم لا
 ...ةبيهو ةطلس بزحلل ةيزكرلما ةنجللا ىدل ناك

此句汉语原文是一句必要条件式复句，“只有”之后的内容是必要条件，缺

少了必要条件，之后提出的结果就无法成立。在阿拉伯语中，必要条件式复句的

强调意味通常使用“否定词+除外词”这一限定句的结构来表达，如： 

  .بعشلا يرّغت اذإ لاإ ثديح نل يقيقلحا يريغتلا

只有⼈民改变了，才会发⽣真正的变化。 

  .ةملك دعب ةملك هخسنب لاإ ديدج باتك ىلع لوصحلل فقثملل انكمم نكي لم ،ةعابطلا عاترخا لبق

印刷术发明之前，读书⼈要得到⼀本新书，只有逐字逐句地抄写。 

使用阿拉伯语这一限定句式翻译时，教师应提醒学生注意汉语原文的肯定句

式需要转换为阿拉伯语的否定句式，原文语序也需做相应调整，“只有”之后需

强调的内容应置于除外词之后。 

3. 如果党中央没有权威，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可以随意不执行，大家各

自为政、各行其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不干什么就不干什么，党就会

变成一盘散沙…… 

 هطوطخو بزلحا تLرظن نوذفني لا سانلا كترتو ،ةطلسلا ةيزكرلما بزلحا ةنلج ىدل نكي لم اذإ
 لك لعفيو ،ةصالخا هتقيرطب دحاو لك لمعيو ،هل وليح ام دحاو لك لمعيو ،مهاوه ىلع هتاسايسو هئدابمو
 ...ةكسامتم يرغ لاامر بزلحا حبصيسف ،هلعف ديري لا ام لعفي لاو هلعف ديري ام دحاو



《高级汉阿翻译教程》教师用书第一单元 

10 

 

此句是一个条件复句，句中“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可以随意不执行”

是一个中动句，在结构上是主动形式，在意义上则表示被动，应理解为“如果

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可以随意不被．（人们）．．．．执行”。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选

择将句子转化为主动句，补充动词“执行”的施事者“ سانلا ”（人们）。同时，译

者将句中的状语“随意”转换为句式“ لعفی انلاف كرت ”（放任某人做某事），动词

“ كرتت ”的主语为人称代词“ يھ ”，指代前文中的“ ةیزكرملا بزحلا ةنجل ”（党中央），

由此实现上下文语义的连贯。 

 
l 文本三重点讲解 

1. 蓝图已绘就，奋进正当时。 

 .اله اقفو امدق يضنمو ،ةطلخا مسر تم دقل
此句译文中的属格接尾人称代词“ اھ ”指代前文中的“ ةطخلا ”（蓝图），译文

增补了“ اھل اقفو ”（依照它）这一短语来实现上下文的语义衔接。通过代词实现

人称照应是阿拉伯语语篇衔接和语义粘连的重要手段，教师在教学中应不断强

化学生的篇章意识，引导学生从宏观层面理解原文、调整译文表达。 

'

!<)=>?@&'

1. 课后研讨 

在文本翻译的过程中，连接源语和目的语的“桥梁”有且只有一座，那便

是文本所表达的意义，即语言表层结构所代表的深层语义。某一语言结构作为

语言表层的一部分会参与到不同深层语义的建构过程，也必定会在译文中以不

同的形式表现出来。 

对于译者而言，关心的应该是原文语言表层结构所代表的深层含义，而不

是语言表层某一具体语言结构（如某一词语或某一语法结构）在译文中对应怎

样的形式。我们都知道，真正决定某一词语含义的是其所处的语境，相同的词

语在不同的语境中很可能表达着截然相反的含义。当我们讨论某一语言结构所

对应的译文形式时，切不可孤立、机械地进行词意的背记和翻译策略的照搬，

而是要将其回归至所处的语境进行整体思考，搞清楚整个段落讲的是什么意

思，表达的是怎样的含义，这样的含义在译文中应怎样予以展现，而不是将目

光集中于某一词语或语言结构应如何处理。只有这样，我们在翻译的过程中才

能使思路不拘泥于某个词语的“字典意”，而将其在特定语境下所表达的真实含

义发掘出来，在译文中还原原文所展现的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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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翻译实践 

教学建议 

 关于句子和段落的翻译练习，建议作为课前或课后作业使用，学生独立完

成，提交教师批改或学生之间互相批改、点评。在课堂上，教师可组织学生在

内容和翻译技巧方面对翻译作业展开讨论，教师指导总结。 

参考答案 

 .Sدلابل يساسلأا يدايقلا ماظنلا بزلحا ةدايق ماظن برتعي .1
 .بعشلا ةدايس قيقحتل نامضو معد يه نييصلا يعويشلا بزلحا ةدايق .2
 وأ ةئطالخا براجتلاو ،ةنيثم ةورث يه خيراتلا في ةحجانلا براجتلا نإ" غينب وايش غند قيفرلا لاق دقف .3
 .اضيأ ةيسفن ةورث يه ةلشافلا

 حور يه انل اهتفلخ تيلا نثملأا ةيحورلا ةورثلاو ،يرشبلا خيراتلا في ةميظع ةرثأم ةليوطلا ةيرسلما تناك .4
 .مهئامدو م�ايبح رحملأا شيلجا دونجو ةداقو نوينيصلا نويعويشلا اهغاص تيلا ةليوطلا ةيرسلما

 هئدابمو هطوطخو بزلحا ت�رظن نوذفني لا سانلا كترتو ،ةطلسلا ةيزكرلما بزلحا ةنلج ىدل نكي لم اذ .5
 دحاو لك لعفيو ،ةصالخا هتقيرطب دحاو لك لمعيو ،هل وليح ام دحاو لك لمعيو ،مهاوه ىلع هتاسايسو
 لك لمعي "اصاخ �دS" وأ ،ةكسامتم يرغ لاامر بزلحا حبصيسف ،هلعف ديري لا ام لعفي لاو هلعف ديري ام
 .اغراف املاك بزلحا ةدايق حبصتسو ،هاوه ىلع هيف دحاو
 بازحلأا فلتمخ هيف ابم نييصلا بعشلا ءانبأ لكل كترشم رايتخا يه نييصلا يعويشلا بزلحا ةدايق .6
 ةيرهوج رثكلأا ةمسلا يهو ،طاسولأا فلتمخ نم تايصخشلاو تائفلاو تايموقلاو تاعاملجاو ةيطارقيمدلا
 يسايسلا يراشتسلاا رتمؤلما لامعأ مدقتو روطتل يساسلأا نامضلاو ،ةينيصلا صئاصلخا تاذ ةيكاترشلال
 رتمؤلما لامعأ روطتتل ،عزعزتي لا تابثب نييصلا يعويشلا بزلحا ةدايقب كسمتلا بيجو .نييصلا بعشلل
 .حيحصلا هاتجلاا في نييصلا بعشلل يسايسلا يراشتسلاا

 ةملأاو اهلك دلابلا في بعشلا ءانبلأ ةيرهولجا لحاصلما رابتعا حور يه ةميظعلا ةليوطلا ةيرسلما حور نإ .7
 حورو ؛ةلداعلا ةيضقلا راصتن¨ ةمزالحا ةقثلاو ،يروثلا نايملإاو لثلما خيسرتو ،ةناكم ىلعأ في ةينيصلا
 ذاقنإ لجأ نم سيفنلاو لياغل¨ ةيحضتلاو ،تابقعلاو رطاخلماو بعاصلماو بعاتلما فلتمخ مامأ ةعاجشلا
 فورظلا ذاتخاو عقاولا نم ةقيقلحا نع ثحبلاو ةردابلما مامزو للاقتسلا¨ كسمتلا حورو ؛بعشلاو نطولا
 ؛ةدحولاو طابضنلا¨ مراصلا مازتللااو ةلماش ةرظن عضولا لىإ رظنلا حورو ؛ءايشلأا عيملج اقلطنم ةيعوضولما
 ءاخرلاو ةدشلا في اهتكراشمو بعشلا يرهاجم عم تولماو ةايلحاو بعشلا يرهاجم ىلع قيثولا دامتعلاا حورو
 .حافكلاو برصلا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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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ةايلحا عمتمج ءانب زانجإ في دلابلا ناكس نم ةمسن نويلم ةئاثملاثو رايلم نم رثكأ ةدايق لجأ نم .8
 رطيسيو ةيداصتقلاا ةيمنتلل ديدلجا يعيبطلا عضولا عم انبزح فيكتي نأ دب لا ،لماش ونح ىلع ةديغرلا
 ةيداصتقلاا ةيمنتلل بزلحا ةدايق لئاسوو بيلاسأو ةمظنأو ميهافم في راكتبلاا ققيحو ،هدوقيو هيلع
 تايجيتاترسلإا حرطو يلكلا عضولا طيطتخو هاتجلاا ىلع ةرطيسلا ىلع بزلحا ةردق عفريو ،ةيعامتجلااو
 .اديج اهتفد ريديو ةيمنتلا ةنيفس هاتجا دديحو ،حلاصلإا عفدو تاسايسلا عضوو

 

3. 拓展阅读 

1.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2021版）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21版） 


